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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课标分析

《高中地理课程标准》(2017 版)中提出了地理核心素养，

即人地协调观、综合思维、区域认知、地理实践力，明确界定

了高中地理课程需要培养怎样的高中生，对于环境问题在新

课程标准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，对于环境的问题的关注，既

需要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，也需要提高学生的环保能力。对

于学生环保能力的培养体现了人地协调和地理实践力，有利

于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。

在必修 2 中，“2.10 运用资料，描述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

问题，解释协调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其缘

由。”课标要求学生知道并且能够描述人类所面临和环境问

题，并能理解如何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；在选修玉-3
资源、环境与国家安全中，“3.5 运用碳循环和温室效应原理，

分析碳排放对于环境的影响，说明碳减排国际合作的重要

性”，“3.7 结合实例，说明污染物、有害物跨境运动对环境安

全的影响。”选修域-6 中，“学会水质采样方法，用简易方法

检测水质”，“简要说明污染土壤的修复原理，以及常见的污

染土壤的修复”，课标的这一部分，不仅局限于环境保护意

识，对于学生的环境保护能力提出的确切的要求，要求学生

具备一定的实验和探究能力，能够对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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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分析[1]。

2.培养现状

2.1 重理论，轻实践

高中课堂教学任务重，时间紧，对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

容多停留在概念知晓和案例分析上，并没有很重视对于实际

情况的考察以及对相关环境的问题的实验探究与分析。多数

学校的高中地理教师在教学中常使用幻灯片、黑板板书等传

统的教学方式，很少培养学生动手实验去理解环境问题。所

以以往的培养仅仅重视的意识和忽视的能力的培养[2]。

2.2 教师素质亟待提高

地理学科是具有一定实验性质的科目，涉及到一定的化

学和生物知识，对于地理知识的获取需要通过一定的实验、

调查、探究，中学地理教师缺乏一定的科学实验素养，很难演

示或者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探究 [3]，有些地方的地理教师非地

理专业出身，缺乏开展地理实验分析的能力。在环境保护中，

有很多的环境问题，需要通过实验操作就探究，比如对于水

质的评价、土壤的污染物等。

2.3 学校基础设施不够完善

现阶段我国普通高中一般配有化学、生物、物理实验室，

但是缺乏专门的地理专用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，没有相关的

配套设施，建设有地理专用教室的学校，也存在教室内设备

不齐，设备老旧等问题，同时，学校不够重视地理实践活动的

开展，对于地理专用教室很少去使用[4]。

2.4 学生缺乏探究意识和动手能力

受应试教育影响，学生的时间大量花费在知识的背记和

题目的训练上，学生普遍缺乏探究意识，注重获得书本上的

知识，而缺乏对于问题的探究[5]。对于环境保护这一部分的知

识不应该仅仅是反复强调要保护环境，而不培养学生通过探

究去理解环境问题以及如何保护环境。使得学生缺乏探究兴

趣和实践能力。

3.培养策略

3.1 开设地理实验课，增设野外实践活动

地理课程标准从课程性质、课程理念、课程目标、课程内

容等方面对地理实践活动在地理课程中的地位、作用、目的

和内容进行了总体规划。对于环境保护这一部分，要适当设

置弹性的地理实验课，开展一定的实践活动，如探究周边地

区土壤污染情况、水质监测、城乡环境评估等。

3.2 加强地理教师培训

地理教师的素质对于学生环保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，要

结合当前地理学上环境保护的最新进展，定期开展线下的教

师集体实践和探究，开展线上的网络课程培训，不断提高教

师的地理学素养，尤其是对于环保方面的实践经验，以便更

好的指导学生实践。

3.3 建设地理专用教室

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，建设一批地理专用教室，为学生

的实践活动提供条件，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生化实验室组建地

理专用教室，注重专用教室的维护和使用，要积极利用地理

专用教室开始环境保护的探究活动，引导学生通过主动探究

去发现环境污染，理解环境污染，以及应用简易的防治方法

[6]。

3.4 开展环境保护相关的竞赛活动

为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和动手能力，学校可以组织开展

一定的环境保护竞赛，同时教师要指导学生积极参加省市的

相关竞赛，如“节能减排”等，培养学生的科研和探究精神。

4.结束语

时代在发展，对于学生的培养，既要注重知识也要注重

能力，面对现在的环境问题，我们需要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，

更要让学生能够理解环境问题的产生以及相关机制，让学生

有能力去保护环境，能够在平常的生活中理解到怎么做、做

什么是对环境有益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培养了学生的环境保护

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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